
臺北市議會第13屆第2次定期大會專案報告

臺北市房屋稅調整規劃

廢止印花稅因應作為

商圈振興計畫(含後站商圈、東區商圈、民生社區商圈等)

電子支付推動情形(含老人、校園及動物園)

交通政策精進作為(含台北捷運8 折優惠調整、機車路權、區間速限)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檢討與策進作為

臺北市市長柯文哲

108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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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房屋稅調整規劃議題1



現況說明臺北市房屋
稅調整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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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政府非自住之住家用徵收

率，僅本市、宜蘭縣及連江縣
按持有戶數訂定差別稅率。

全 國 單 一 自 住 房 屋

嘉惠戶數約20萬戶

符合本市都市計畫規定
可作住宅使用房屋

稅基ｘ(1-16%)ｘ稅率1.2%

相當稅率1%

縣市 非自住之其他住家用

臺北市
2戶以下：每戶2.4％
3戶以上：每戶3.6％
公有房屋：1.5％

宜蘭縣
2戶以下：每戶1.5％
3戶～7戶：每戶2％
8戶以上：每戶3.6％

連江縣
2戶以下：每戶1.6％
3戶以上：每戶2％

新竹縣 1.6%

桃園市 2.4％

其餘縣市 1.5%

現行規定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國
合計3戶以內自住房屋適用房屋稅率1.2%

自106.7起實施



提高持有多戶房屋成本

全國單一自住房屋更輕稅

是否課徵空屋稅

關注議題
臺北市房屋
稅調整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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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屋數太多

3戶與1戶

自住稅率相同

囤房炒作



策進作為
臺北市房屋
稅調整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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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研議單一自住及公益性出租房屋更輕稅

公益性
出租輕稅

包租
代管

公益
出租

公益出租房屋比照單一自住折減稅基50%

• 健全租賃市場
• 減少租屋市場地下化
• 鼓勵釋出供公益出租

現行規定1.2%
已折減稅基16%相當於1.0%

規劃折減稅基50%相當於0.6%

全國單一自住房屋更輕稅

預計送2019/11不動產評價委員會審議



策進作為
臺北市房屋
稅調整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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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研議提高持有多戶房屋成本—立委已提案修正房屋稅條例，
俟通過後配合修正本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

住家用房屋 非住家用房屋

1.量能課稅，取消自住3戶優惠

2.不分自住與否，改以家戶持有

戶數差別稅率，保障1戶1.2%

3.起造人持有一年內待銷售者

1.5%

本府研議稅率調整

1.營業用維持3%

2.非住非營維持2%

3.未使用房屋現為2%，將配合中

央研議檢視



策進作為
臺北市房屋
稅調整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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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建議中央修法推行

房屋標準價格重行評定期程由每3年1次

修正為每2年1次

房地合一
課徵不動產持有稅

本府已於行政院院會時提出建議
經行政院院長指示由財政部會同相關部會研議中。



廢止印花稅因應作為議題2



前言廢止印花稅
因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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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印花稅近五年情形

臺北市印花稅 全國印花稅

占全國
40.8%

呈逐年成長趨勢

中央如廢止印花稅，應事先籌妥
替代財源並具體指明彌補資金之
來源。彌補方式應考量經濟成長
情形

財政紀律法

財政收支劃分法

稅目
每千元

稽徵成本(元)

地價稅 10.10

土增稅 12.45

房屋稅 17.96

使用牌照稅 13.79

契稅 30.91

印花稅 8.06

娛樂稅 111.47

107年臺北市地方稅收稽徵成本



現況說明廢止印花稅
因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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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印花稅法」提案，立法院於108年10月5

日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行政院蘇院長承諾稅收缺口會補足給地方，惟中

央尚無具體方案



議題3 商圈振興計畫
(含後站商圈、東區商圈、民生社區商圈等)



營造多元商圈-後站商圈面臨議題商圈振
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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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營業類型：批發業
• 主要營業項目：服飾、皮件、玩具、化妝品及

五金百貨

因應改善對策

「環境整潔」「交通整頓」
「商圈發展」「硬體設施」

經都發局拜訪後站商圈代表、里長及店家，綜整意見如下:

實體店面因網路興起之衝擊

商圈開發較早，街區設施老舊



營造多元商圈-後站商圈振興計畫商圈振
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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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站商圈振興計畫：優先改善環境、交通，持續活絡行銷，逐步培養區域共識

後站振興

交通

整頓改善

商圈

發展行銷

環境

整潔改善

商圈整合凝聚共識後

硬體設施改善
(廣場+太原
路人行環境改

善)

先行推動



營造多元商圈-東區商圈面臨議題商圈振
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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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店面因網路興起之衝擊

商圈屬性及特色需再行定位

 今年第二季，東區

租金及空置率已下

調，名店陸續進駐

 103年後，東區-忠

孝復興、忠孝敦化

捷運站，出入站人

數呈現下降趨勢

商圈屬性及
特色需再行

定位

店面租金
過高影響
承租意願

實體店面
因網路興
起之衝擊



營造多元商圈-東區商圈振興計畫商圈振
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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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再定位 三個主策略

強化主題空間

規劃人行系統

活絡捷運地下街

重新再定位

 108年5月29日台北市東區商圈發展協會核准立案



營造多元商圈-民生社區商圈面臨議題商圈振
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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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施工黑暗期恐影響在地

實體店面因網路興起之衝擊 • 房租較高
• 空店率提升店面租金過高影響承租意願

 108年7月盤點空店
率約8.73%

 調查範圍：
以民生圓環為中心調查
三民路及民生東路五段
二主要道路上店家



營造多元商圈-民生社區商圈振興計畫商圈振
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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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社區商圈振興計畫：透過辦理行銷活動活絡在地

辦理行銷活動
規劃於每年舉辦的「錫口文化節」活動，配合不

同主題，結合在地特色店家，規劃小旅行

透過台北旅遊網臉書、台北畫刊及海外旅展推廣

活動等，推廣遊客認識民生社區觀光特色
協助宣傳推廣

適性輔導發展

已拜訪在地里長，並召開座談會瞭解現況及建議蒐集地方意見

運用友善店家推廣、店家再造計畫等，輔導協助

店家



議題4 電子支付推動情形
(打造校園、動物園及老人服務中心智慧支付環境)



現況說明-校園悠遊卡智慧支付電子支付
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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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消費場域

• 目前共計78校園內設

有合作社、熱食部或

游泳池。

• 已於107年12月底完

成佈建電子支付機臺。

校園智慧支付商店

已於108年9月30日完成

91校設置。

校園教育相關費用

• 已可採Pay.Taipei、全

國繳費網、ATM繳費。

• 預計於109年試辦電子

支付繳交註冊費、學

雜費、教科書籍費、

課後照顧費等相關費

用。



-14家老人服務中心

-持卡數441,630張

-持卡率達94%

現況說明-動物園及敬老卡電子支付電子支付
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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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園

-Pay.Taipei、電子票證、信用卡等

-門票、販賣站(含自動販賣機 )  及場地

租借

臺北市敬老悠遊卡



關注議題及策進作為-校園電子支付
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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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議題 策進作為

下載APP

綁定親子帳號

使用電子支付

• 家長反映學校繳費項

目繁多

• 學生攜帶高額現金到

校繳費有安全風險



關注議題及策進作為-校園電子支付
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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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售商品須經董氏基金會審核

程序通過，納本市合格校園食

品(273項)。

蒐集學校、家長會及教師會意

見，並尊重學校專業對話的結

論後續予導入設置。

引導學校採用牛奶及其他學用

品。

關注議題一 關注議題二 關注議題三

策進作為 策進作為 策進作為

依據《學校衛生法》及《臺北

市公私立各級學校校園食品規

定手冊》組成學校審查委員會

，為學生健康把關。

辦理家長說明會，規範管理原

則，讓家長放心。

智慧支付商店可設定販售時段

，確保學生正常用餐習慣。



關注議題及策進作為-校園電子支付
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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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消費資訊是否有資安問題或侵害學生消費自主性及隱私權疑義?

關注議題

 智慧支付商店(自動販賣機)機臺系統只能讀取卡號，廠商無法存取個資，

無資安問題或侵害學生消費自主性及隱私權情事。

 維護學生資料安全，不主動提供家長消費紀錄，確保消費自主性及隱私

權。

策進作為



14家老人服務中心

巡迴胖卡車庇護工場商品
(9家試辦)

固定會員

(14家皆辦理)

動物園及老人服務中心策進作為電子支付
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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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電子支付

 入口收費電子化

 販賣店

 自動販賣機

 場地租借

Pay.Taipei

悠遊卡

信用卡

電子票證

手機行動支付

轉帳

付費方式



議題5 交通政策精進作為
(含台北捷運8 折優惠調整、機車路權、區間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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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折優惠 轉乘優惠
稅前純益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9月)

全公司
(1+2+3+4)

8.42 5.26 15.06 18.06 7.51 10.55 

運輸本業(1) (8.69) (12.04) (3.60) (2.36) (13.81) (6.87)

附屬事業(2) 10.30 10.58 11.05 12.01 13.26 11.52 

受託經營事業(3) 0.62 1.05 0.75 0.83 0.73 0.71 

業外(4) 6.19 5.67 6.86 7.58 7.33 5.19 

台北捷運8折優惠調整-現況說明交通政策
精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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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票證使用率

9.8%

69.3%

83.2%

85.6%

86.9%

87.9%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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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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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

年

捷運近5年盈虧配合政策性支出

累計優惠金額643億元

年

(1-9月)

億元

全系統旅客定期票旅客

8公里以內
57%

11公里

平均旅次長度



交通政策
精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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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調整行銷票價架構，並非取消優惠

齊頭式全面8折優惠，不符差異化行銷精神

因應外界要求，提供多元行銷優惠

歷年運價差額均由捷運自行吸收

利用電子票證功能，提供更多優惠

台北捷運8折優惠調整-調整原因



交通政策
精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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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捷運8折優惠調整-方案規劃

定期票、轉乘優惠、身分優惠維持不變

依每月搭乘次數多寡，提供不同折扣優惠

規劃
方向

規劃期程：就旅客行為、票證技術、財務影響分析
108年底前提出優惠方案後，公告實施

忠誠回饋行銷方案



機車路權-現況說明交通政策
精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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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9條：機車行駛最外

側二車道、三車道以上應以兩段方式進行

左轉彎(待轉區)

一、現行禁行機車及機車兩段式左轉之法規

• 取消禁行機車之路段：46個

• 開放機車可直接左轉之路口：36個

二、本市外側三車道以上例外開放機車行駛



機車路權-關注議題及策進作為交通政策
精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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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側第三車道開放機車行駛

•單向三車道以上開放機車可直接左轉

關注議題

•委託臺北市交通安全促進會研擬「取消

禁行機車」之客觀評估指標

•設置安全及合宜機車待轉區

策進作為



區間速限-現況說明交通政策
精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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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強隧道於107年7月
7日因自小客嚴重超
速，發生２死３傷之
重大交通事故

 ９月１日啟用區間測
速執法後，車流時速
降低約5公里

時段 執法前 執法後

上午尖峰 40 35.5

下午尖峰 38 33.5

深夜 44.5 37

離峰 39.5 35.5

平均 40.5 35.4

單位：公里/小時



區間速限-現況說明交通政策
精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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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9月1日正式實施至9月30日，平均每日超速違規計109件，
較測試期間每日1,977件，明顯下降

 嚴重超速件數(時速70公里以上)所占比例下降至23%

車
速0

50

100

150

200

250

9/1 9/3 9/5 9/7 9/9 9/11 9/13 9/15 9/17 9/19 9/21 9/23 9/25 9/27 9/29

自強隧道超速違規件數趨勢圖件
數

時
間



區間速限-關注議題：能否有效降低事故件數交通政策
精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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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執法無間斷特性，可
全日執法，遏止違規

 節約大量執法警力

 超速多為事故潛在肇因，
區間測速於9月1日實施至
30日，未發生交通事故



策進作為：速限調整及加強疏導交通政策
精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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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強隧道內自10月1日起
調升速限為50公里

 警察局責由轄區士林及中
山分局，於上下班尖峰時
段，持續派員加強疏導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檢討

與策進作為



現況說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檢討與策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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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地址土地使用
分區

允許
使用

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
附條件允許使用標準

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自治條例

都市計畫

附條件
允許

不允許
使用

一般分區 特定專用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系統



現況說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檢討與策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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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政府違反都市計畫法第79條查處作業程序

一階
二階

三階
1次 2次

使用人/
所有權人

6萬元 10萬 10萬 30萬

改善
期限

3個月 1個月 1個月 斷水電

權責機關確認營業(使用)態樣

違反土管裁罰規定

都發局確認不符土管規定



關注議題及策進作為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檢討與策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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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動修正土管自治條例及都市計畫規定
加強營業場所及不得作住宅地區管理機
制

新興產業導致土管規定不合時宜
大彎北違規住宅使用
產業變遷導致聚集違規使用
五分埔、條通地區等

關注議題

策進作為

共同工作空間
(小樹屋)
寵物美容、寄養



策進作為-土管自治條例檢討修正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檢討與策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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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修法內容 辦理情形

土管自治

條例

1. 配合「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

條例」放寬建築物高度及住宅區建蔽率

等

發布修正

(107年11月21日)

2. 放寬第三種住宅區得附條件允許設置

寵物寄養、寵物美容、運動訓練班

發布修正

（108年2月 23日）

3. 配合營建剩餘資源處理場及農業區、

保護區管理利用政策調整使用規定

已於108年9月16日

預告修正，後續預

計於108年11月底提

送議會審議。

附條件

使用標準

1. 配合土管自治條例訂定寵物寄養、美容、

運動訓練班等新興產業之允許使用條件

發布修正

（108年2月 23日）

2. 放寬共同工作空間、營業性停車空間及

工業區社會福利設施之允許使用條件

發布修正

（108年7月 24日）

配合全市發展
變遷蒐集意見
檢討管理政策

滾動修正
土管自治
條例

符合時宜之
管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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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地區發展
變遷蒐集意見
檢討管理政策

滾動修正
都市計畫

符合時宜之
管制規定

發展課題地區 都市計畫檢討內容 辦理情形

大彎北

納入中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
 既有建築：2樓以上得繳交回饋

代金後作住宅使用。
 新建建築(空地)：僅放寬法定容

積50%以下得繳納回饋金後作
住宅使用。

1. 於108年7月11日經本市都
委會第751次委員會審議通
過

2. 於108年9月27日提送內政
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五分埔

納入信義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
針對成衣批發、零售需求，放寬第
一層、第二層及地下一層允許作一
般零售業甲組、一般事務所及一般
批發業

五分埔案業於108年9月19日經
本市都委會第755次委員會議
審議通過

條通地區

納入「臺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
檢討)計畫案內有關商業區變更回饋
相關規定案」(第二次修訂)
簡化回饋金公式並降低回饋金額

108年10月3日經本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第756次會議審議通過，
預計1個月內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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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前預查
服務

登記時全面
協審及警示

登記前-營業場所預查服務

• 現行：營業場所協審櫃台

• 109年：預查全面E化，8天->2天

登記時-全面協審，書面警示

• 不符規定：警示撤件、另覓合法地點、刪除項目

• 未填營業場所：警示覓合法地點、檢核國稅資料

定期全面訪視，違規依法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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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規定
公開

建立跨機
關防範機

制

積極管理不得
作住宅地區

• 提供各單位不得作住宅地區相關資料

• 於分區證明、都市設計審議核定文註記
都發局

• 建照、使照附表及公寓大廈規約草約註

記、施工樓板加強勘驗

• 加強公共區域違規查處及落實社區管理

建管處

• 於戶政資訊系統門牌註記民政局

• 土地及建物參考資訊建檔註記

• 預售屋廣告及成屋買賣契約查處
地政局

• 空屋依使照用途或都市計畫分區認定，

按非住家稅率課徵
稅捐處



敬請指教

43


